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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章接續上章續討論青少年發展之理論。 

  學習理論將青少年的行為及人格視為學習結果，強調環境之於個體的影

響。操作增強理論即是由史肯納提出，認為個體的行為可經由環境與增強作用操

作，在輔導上可用於偏差行為之矯正，具體方法有社會控制、個人控制等。 

  班都拉提出社會學習理論，其兼顧認之能力對個體的影響，認為行為是個體

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青少年透過關查與模仿即可學習，又有注意、保持、再

生和增強四個歷程，強調自我效能影響個體的自我系統建立，輔導上強調楷模的

影響，且將「自我規畫」設為輔導的最終目標，三階段歷程分別為（１）誘發改

變（２）類化（３）維持，另提出治療技術若干。 

  哈維葛斯特的發展任務論說明每個人生階段即有一發展任務，完成任務者能

有良好的社會適應，無法完成者則產生焦慮、無能或不被社會認同，此外不同文

話給予不同的發展任務，主要有接納身體容貌、與同年齡異性發展適當的人際、

情緒與經濟獨立等等，輔導則是協助青少年完成任務。 

  認知發展理論關心青少年認知的改變過程，認為此時期是新知能、創造力與

思考判斷力嶄新開發的階段。如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即是強調基模與適應的概

念，以此提出個體發展的四個時期，其中青少年正為形式運思期，開始具邏輯、

抽象性思考能力。 

  道德發展論由郭爾保建立，以認知歷程做為個體道德推理的基礎，提出道德

發展層次圖。圖中顯示青少年多達到道德循規期，以權威人物的讚賞為標準、並

願意維持法律與秩序。研究顯示台灣青少年的道德發展較美國青少年遲緩，顯示

我國道德教育需再多下功夫。 

  社會認知論由西爾曼提出，關注青少年在社會情境中，如何透過基模適應，

共有人際發展、友誼發展五階段，輔導上西爾曼強調應多鼓勵青少年參與團體活



動、社會服務以刺激人際發展。 

  社會文化理論強調社會文化環境對個體的影響。勒溫提出場地理論，認為青

少年夾在兒童期與成人期之間，兩者相差甚鉅，青少年被迫放棄兒童期的特權、

又無法被視為真正的成人，因此有邊緣人的現象，衝突壓力無可避免。輔導上建

議多給青少年自由，擴展新領域與經驗。 

  人類學理論與社會文化論雷同，皆認為青少年現象是受文化環境影響，前者

由米德建立，認為家庭應多給青少年自由、配合個體差異，後者為班乃迪克特提

出，強調連續性發展有助於青少年發展順利，期望青少年能多學習成人的行為角

色，多承擔個人責任。 

二、心得 

  閱讀本篇後我特別對社會文化理論感興趣，前篇曾提出問題「是否是時代創

造了青少年時期？」思考起因是青少年文化是工業化社會的產品，之前農業社

會、中國古代似乎不存在青少年現象，為何？是否是我們過於不信任青少年？不

給予青少年發展與責任承擔的經驗？過去農業時代，家庭忙於生活，青少年才十

二歲就被視為半個大人，除了現代孩子發育過快使生理變化過早、心智年齡未跟

上外，或許還有我們對孩子的社會期代不同了？ 

  由此，我們更該讓青少年的生活多元、不該永遠都是考試、成績、作業。我

的弟弟現在國中二年級，學校導師高壓管控各科作業與成績，常以罰寫威脅控制

學生，罰寫數有時上達十遍，以前弟弟是很希歡學校生活的，國中進了兩年卻厭

惡不已，試問，這樣的壓力生活，弟弟的成績變好了嘛？學習動機增加了嘛？加

強個人自信與發展了嘛？青少年正位於生理成長、了解自我、發展道德教育、人

際關係探索、未來人生規畫等等重要時期，時間卻盡付考試與罰寫，常常忙碌至

半夜１～３點，試問台灣教育、老師，這是「教育」嘛？這個罰寫教的出建全發

展的孩子嘛？ 


